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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不能治急性病吗!

!!!请看清代浙江治"霍乱#名医王士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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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有若干万人签名&主张"取消中医#'还有

不少的人认为&中医只能治慢性病'岂不知中医自

古以来就善治急性病'在世界医学史上&瘟疫多次

大流行&死人无数'而独中国人数居世界第一位&中

医在历史上的贡献功不可没'

众所周知&霍乱是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'

解放前曾多次大流行&死人无数'患者患上此病&上

吐下泄&随即严重脱水&出现肌肉痉挛(尿闭一系列

症状'如果得不到及时医治&最后往往以尿毒症(酸

中毒(休克而死'

"*

世纪
&$

年代&正逢世界第二次

霍乱大流行'我国浙江有一个医生写了)霍乱论*一

书&介绍了他治好此病的经验&推广于世&救活了许

多濒死的危重病人'他在当时&虽然没有条件对粪

便内的霍乱弧菌进行化验&但却能够利用病人症状

中有无腹痛这一特点&作为鉴别真假霍乱的依据'

现代医学认为&因霍乱弧菌有麻痹腹部神经的作用&

故真正的霍乱&虽然剧烈腹泻而不腹痛$也不排除有

少数病人因腹直肌痉挛牵引而发生腹痛%')霍乱

论*里第三卷&曾记述治疗此病的
,%

例医案'其中

有
&%

例只见吐泄&不见腹痛+对其它
"$

例见腹痛

者&他认为不是真霍乱病'这个善于治疗霍乱并对

霍乱病有深刻研究的医生&便是清代温病学家王士

雄'

王士雄$约
"%$%

!

"%-!

%&清代著名医学家'字

孟英&后又改字梦隐'自号半痴山人(华胥小隐(随

息居士(睡乡散人等&浙江海宁人'曾移居婺州$今

江西婺源县%(杭州&后又迁至上海&老年返乡'王士

雄的曾祖父王学权精于医学&祖父(父亲对医学也都

很有研究&王士雄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&对他学习

医学本来是很好的条件&但由于在他
",

岁那年&父

亲就死去了&全家
!

口人仅靠母亲给人做工来维持

生活&家庭生活非常困难&吃了上顿愁下顿&家中没

有一点存粮和积蓄'后来由于祖父的朋友金履思先

生的帮助&介绍他到浙江金华一家店铺担任会计的

助手&勉强能够挣点钱帮助母亲维持全家人的生活'

王士雄白天工作&晚上就利用业余时间钻研医学&他

将他的住房居室取名叫"潜斋#&表示专心致志&潜心

学习的意思'由于他心思都放到医学上了&影响了

白天他所担任的会计工作&人们说他不会理财&说他

是个白痴&他就自号"半痴山人'#

道光元年$

"%#"

年%的冬天&金履思命令王士雄

到婺州$今江西婆源县%孝顺街经营生意'他利用业

余时间&早起晚睡&狠命阅读医书&整整读了
&

年多

时间的书'道光三年$

"%#&

年%的夏天&有位叫周光

远的官员&

#!

岁&身体虚胖'去厕所解手出来后&突

然全身出冷汗&嘴唇苍白&声音低微'当时许多医生

诊断后&都认为是痧症&打算使用开窍的药治'那年

王士雄刚
"!

岁&也跑去给病人诊脉&发现病人的脉

微弱欲绝&便力排众议道,"这不是痧症&而是阳气欲

脱之症&如果再吃芳香开窍的药&生命就很危险了'#

在四周的许多老医生注意一瞧&发现发言的是位没

长胡子的少年人&便感到可笑的很'但幸好病人懂

些医术&听到王士雄的话&觉得有道理&便要求按王

士雄的旨意处理'当时已经来不及出外购买药物&

王士雄便从一位戚姓妇女的
&

岁女孩身上&取下她

佩带的干姜一块&约有四(五钱重$相当
"#

!

"(

.

%&

用水煎后立即让病人服下&病人病情立即好转&有些

力气了'然后又用黄芪(人参(白术(甘草等药熬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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煎服培补&患者的病很快就治愈了'周光远十分感

谢他的救命之恩&不但把他当亲弟弟看待&还到处宣

传王士雄的医术多么多么高明&从此王士雄便逐渐

在中医界出了名'癸卯$

"%,&

%年间&周光远还曾用

钱资助王士雄刊印过医案'

咸丰$

"%("

!

"%-"

%的中期&由于洪秀全领导的

反抗清政府的起义胜利发展&太平天国的军队占领

了杭州'战乱之际&王士雄便迁居上海'当时&上海

一带&传染病流行&死亡的病人很多'王士雄运用自

己高超的医术&认真为患者医病&救活了许多危重垂

死的病人&声名大振'据王士雄自述记载&他于同治

元年$

"%-#

年%五月初三日又来到镇海$今浙江省%

周采山的家中&本来想隐姓埋名休息一段时间&没想

到
(

天之后&邻近从江西来的两位客人都患上了霍

乱病'韩姓客人发病即上吐下泄&眨眼之间就死去

了'另一位客人&刚
"!

岁&病势亦十二分的危险'

周采山催请王士雄赶快去救治&并说道,"休息固然

重要&救人比休息更重要&那有当医生的见死不救

呢.#等正士雄赶到时&病人已经出现音哑(脉伏(无

尿(手面皆黑(眼窝下陷(四肢发冷(苔腻(口渴(大汗

淋漓(昏迷不醒等种种危象'王士雄诊断后&马上用

银针针刺"曲池#("委中#等穴位出血&然后又用黄

芩(栀子(豆豉(连翘(竹茹(薏苡仁(半夏(蚕砂(芦

根(丝瓜络(吴茱萸等药煎汤灌服&服后病人不再呕

吐&脉象稍好一些&然后又用针灸(汤药逐渐调治而

愈'此后又用此方加减治愈许多霍乱病人&疗效都

很好'有人拿去此方后&起名为"黄芩定乱汤#&配成

方剂&在各地城镇沿街叫卖&几天之内竟卖出数千剂

之多'就这样&王士雄在江浙一带救活了不少因患

霍乱而垂危的患者'

王士雄从小家境贫寒&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医学&

后来行医看病时&也是到处漂泊游走&没有一个固定

居住处'据他自述说&四十多岁时&曾返回故乡去&

仍然是"贫无锥地&赁屋而居#&经常移居搬家&因而

给自己的居住室题上"随息#二字&表示他没有固定

长久的居住处&随时随地居住之意'这也反映了他

当年困苦而又不安定的真实生活情况'他虽然到处

行医&救活了不少危重病人&但由于常年的漂泊在

外&对自己的子女患病却不能够给予及时治疗'他

的二女儿王定宜&年龄刚二十岁&嫁给同县的戴家&

平时她身体很好&恰好在王士雄重订)霍乱论*的这

年夏天&感染上霍乱病&吐泻不止&肢冷脉伏'请了

个姓崔的医生&给她误用热药附子理中汤后&不但吐

泻不止&舌苔变黑&唇燥口渴&病情反而加重&这位医

生虽用其它药尽力挽救&但仍然毫无效果&她于患病

后第
(

天便死去了&王定宜临死前多么盼望他爸爸

能回来给她治疗'她痛心地对她丈夫说,"如果我父

亲在家&我的病决不会发展到这样危重的地步'可

惜现在救治已经来不及了'#王士雄接到女婿来信

后&急忙乘车船赶回家中&女儿早已死去多日了'他

抚摸着女儿的遗物&非常地悲痛难过&曾题对联诗一

首&表达了他感世怜子之情,"垂老别儿行&只因膳养

无人&吾岂好游'说不尽忧勤惕厉的苦衷'指望异

日归来&或藉汝曹娱暮景&濒危思父疗&虽曰死生有

命&尔如铸错&试偏了燥热寒凉诸谬药&回忆昔年鞠

育&徒倾我泪洒秋风'#

那时有位名叫金?斋的学者&见王士雄的药方

及治法有效&便奉劝他趁有生之年&赶快将道光年间

出版的)霍乱论*一书重新增订再版&以便供给当时

的医生治霍乱时学习参考'在他督促下&王士雄经

过追记回忆&便整理重新出版了自己的)霍乱论*一

书&分上下两卷&上卷详论寒热二证的区别&下卷列

古人及自己治此病的医案&并一一排列治病方剂'

此书文字通俗易懂&叙述条理分明'出版后受到中

医界的重视(欢迎'成为当时和此后每位中医治霍

乱的必读之书'王士雄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&绝

不是偶然的'远在咸丰二年$

"%(#

年%&他曾编缉

)温热经纬*五卷'此书继承总结了前代名医的经验

教训'书的前面列有)内经*()伤寒论*等书中有关

温病的论述&后面录有清代初期名医叶天士的)外感

温热篇*()三时伏气外感篇*(薛生白的)湿热病篇*(

余师愚的)疫病篇*(陈平伯的)外感温病篇*等
(

篇

名著'他自己的见解&仅在注文中有所发挥'但由

于能将有关温病的零散资料编辑在一起&对后世学

习温病的医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&因而流传很广&对

后世中医发展有很大影响'此书与吴鞠通$

"!(%

!

"%&-

%的)温病条辨*成了后代医家学习温病的必读

之书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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